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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全国“最美家庭”称号获得者赵
秀花的家，扑面而来的温馨深深打动着记
者，一幅以“家”为主题的十字绣，诉说着
这个普通家庭积极向上的凝聚力，全家福
更是呈现出一家人的其乐融融。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和万
事兴才是最大的幸福。”这是赵秀花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朴实无华
的话语真切地表达出她对家庭生活的
态度。

赵秀花家庭是由父母、兄嫂、弟媳及
子女共16口人组成的大家庭。一直以来，
赵秀花和丈夫李国安在工作中齐头并进，
在生活上和丈夫的三个兄弟、妹妹、妹夫，
以及她的三个妯娌共同无微不至地侍奉
年近八旬的公公婆婆。家中的四个孩子
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勤奋好学，乐于助
人，孝老爱亲。

一家人就是心在一起

打开赵秀花家的微信群，每日都有来
自赵秀花公公分享的诗词短句，赵秀花
说：“公公多才多艺，平时喜欢读书和写
字，我家书房里都是公公的墨宝，平时写
的诗词短句分享到微信群后我们也会点
赞评论。”

当问及是如何维系大家庭的和谐时，
赵秀花笑着告诉记者，秘诀只有12个字：

“爱党爱国，回报家乡，传承文明，勤俭持
家”。这也是赵秀花家庭的家训。“家训
由我的公公李明福制定，并在他的言传身
教中传承下去。”赵秀花说，公公李明福
曾是一名教师，喜爱阅读，尤其喜欢阅读
历史文化、家庭教育类书籍。2004 年退
休后，李明福经常会去老家大通县多林镇
下浪加村的老院子住一段时间。作为土
生土长的下浪加村人，李明福对下浪加村
很是熟悉，又饱含情感。于是，李明福萌
生了“要为下浪加村编写一部历史”的想
法。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公公的这个想
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同时公公希望我们
子女能够参与村志编写，了解家乡的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厚植爱家爱乡的情怀。”
赵秀花说，在编写过程中，公公给家中除
了婆婆的14名成员各自安排了任务。“公
公退休了，时间多，他主要负责下乡收集
资料和手稿撰写，子女、孙子孙女负责文
字录入、文本装订、书稿送审、联系相关单
位等。”赵秀花说，在编写村志期间，家里
每周要开两三次家庭会议，探讨村志编写
进程，每位家庭成员分享村志编写过程中
的收获。

2019年，由赵秀花全家共同参与编写
的《下浪加村志》正式出版。“公公常常告
诉我们，希望通过这本村志多了解家乡的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感受家乡在党的
好政策下的巨大变化，培养他们感恩党、
爱家乡的情怀。”赵秀花说，公公李明福也
常在家庭聚会时讲述家乡历史，教导子
女、孙子孙女要热爱自己的家乡，为建设
更加美丽的家乡而奋斗。在李明福的影
响下，赵秀花等人也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为

家乡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孝老爱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赵秀花的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婆婆常
因身体不适住院。她像对待亲生父母一
样照料老人。

2022年3月初，赵秀花的婆婆因腰椎
骨质增生住院。在这期间，赵秀花的丈夫
李国安因工作外调，赵秀花就细心地照顾
婆婆。每天，赵秀花晚上六点下班后就立
马乘车去距家40公里的青海省人民医院，
与在医院看护的家人轮换照顾婆婆。婆
婆牙齿不好，赵秀花有时间就帮婆婆做一
些松软易消化的食物。每晚婆婆睡觉前，
赵秀花会帮婆婆洗洗脚，揉搓一会儿后
背，缓解她的疼痛。赵秀花说，孩子们因
为学业很少来医院，但是每天都会打视频
电话给老人，给老人讲笑话、讲校园趣
事。在赵秀花和家人无微不至照顾下，婆
婆的精神状态渐渐好起来，身体也逐渐康
复。在婆婆住院期间，赵秀花的公公李明
福一人在家，赵秀花和她的三个妯娌也总
是抽空给公公送饭。

多年来，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中，
每一个子女都能做到团结友爱、孝顺长
辈。“我的公公婆婆也十分开明、豁达和慈
爱。”赵秀花告诉记者，公公李明福退休
后，几乎每天都会和婆婆一起给孙子孙女
买鲜奶、送鲜奶，接送孩子们练琴、学书
法，“我的婆婆平时勤俭节约，在她的影响
下，我和我的三个妯娌也都热衷于健康绿
色的生活方式。”

良好家风需要传承

家庭是人生最初的学校。赵秀花和
李国安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日常生活中
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孩子们作
表率。赵秀花曾获得“全国优秀物理教研
员”“青海省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作为
大通县政协委员，赵秀花还积极撰写家庭
教育中如何弘扬孝道文化等提案。李国
安也多次在单位获得表彰。夫妻二人用
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着孩子们健康成长。

赵秀花夫妻俩十分注重孩子的道德
品质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倡导责任、亲情、
学习、公益的理念。“我的公公李明福擅长
拉二胡，退休后他就开始教授孙子孙女拉
二胡。每逢社区举办公益文化活动，公公
都会带着他们参加。”赵秀花告诉记者，赵
秀花的儿子李瑞昕在读大学时也积极参
加公益活动。让赵秀花记忆深刻的是
2019年7月，李瑞昕放弃暑假休息时间，主
动报名参加了学校发起的乡村公益行活
动。“李瑞昕平时喜欢研究机器人，还是学
校机器人社团负责人，他在放暑假前告诉
我学校有乡村公益行活动，想为乡村学校
的孩子们普及机器人的相关知识等。”赵
秀花说，儿子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全家人的
支持，他顺利参加了乡村公益行活动。

多年来，赵秀花家庭一直用实际行动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共同营建和美家庭，
弘扬了新时代的家庭文明新风尚。

（记者 张艳艳）

这就是最美家庭的幸福模样

现任大通县教育局教育教学
研究室物理教研员，曾荣获全国
优秀物理教研员、全国基础教育
课改先进个人、青海省骨干教师、
西宁市学科带头人、西宁市骨干
教师、西宁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等
荣誉称号。2021年“赵秀花家庭”
被评为青海省“最美家庭”，2022
年5月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评
定为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赵秀花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训家

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珍贵的文化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

幸福的模样，身边的榜样

都说“家庭和睦万事兴、心胸宽阔受人
敬”。当记者来到全国“最美家庭”称号获得
者赵秀花的家，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蕴含在这
些话中的“理儿”。真的是“人如其名”，朴实、
憨厚、秀丽的赵秀花家庭和和睦睦，是当地有
名的示范户。他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阐述
了什么是孝、什么是爱、什么是美，而他们的
为人更是广受大家的尊敬。赵秀花上有双
亲，下有一个儿子，加上丈夫及其兄弟，还有
妯娌等人，全家16口人。

相敬相爱相敬相爱，，家庭其乐融融家庭其乐融融

走进赵秀花家中，窗明几净的环境让人
心情舒畅，客厅沙发背后的全家福照片更是
引人注目，照片中三世同堂，画面中16口人
其乐融融，那股喜洋洋的幸福感简直要溢出
画面。

“能不能介绍一下都有谁呀？”记者问。
不善言辞的赵秀花一下打开了话匣子，略带
自豪地说，“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孩子也不少，
是不是响应了政府号召呀！”

人丁兴旺，家族和睦，羡煞旁人，如照片
里这样一家齐聚的“大场面”，在赵秀花家经
常会出现。

“老话说‘妻贤夫兴旺 母慈儿孝敬’，我
们家最热闹的就是过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
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赵秀花说，虽然人口
多，但是过年所有人都会聚到一起，公公拉二
胡，小孩子们有样学样，兄弟姐妹张罗一桌好
饭聊聊天，能在一起就是最开心的。

“今晚我家包饺子，二哥二嫂你俩下班过
来吃！”“爸妈煮牛肉了，一会我俩给你们送过
去。”“大哥，小妹，这周末我们去吃火锅……”
除了过年团圆的大日子，在平日里，住在各处
的赵秀花兄弟姐妹们不约而同互相约起“饭
局”是常事。“都是家常便饭，重要的是团聚，
享受和睦的家庭氛围。”赵秀花说。

赵秀花自豪地向记者讲述这些温馨家庭
故事，从她的神态中、语气里、肢体上，无不让
人感受到这个家庭的别样温暖——夫妻相敬
如宾，子女好学积极，老人安享晚年，兄弟妯
娌同心，互相尊重，坦诚相待，这是赵秀花家
庭的好家风。

勤俭节约勤俭节约，，传递最美力量传递最美力量

“咦，这个椅子看起来有点‘怪’？”当记者

走进赵秀花家的书房，被电脑桌前的椅子吸
引住了目光，黑色皮质的椅子上怎么有一层
紧紧包裹着的灰色的布，连塑料扶手上面也
包了布，看起来不大“和谐”。当记者上手想
摸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赵秀花心
直口快地向记者解开了疑惑，“这是椅子的补
丁！做得还算精致吧！椅子用的时间长了，
人造革起皮了，但椅子没坏还能用，我就巧妙
地拼接上了。手艺不差吧！”质朴的话语，淳
朴的行动，这一刻，记者感受到了这个家庭幸
福的“密码”。

勤俭持家，动手动脑。赵秀花家风淳朴
节俭，从不浪费。节俭养娃，衣服书籍玩具循
环利用。丈夫动手能力强，小家电出毛病买
零件自己修，修好自己家的物件，还帮家里人
修修补补。

降本增效，节约创收。赵秀花在工作中
也厉行节约，重复利用废旧纸张，认真做好节
能降耗。

赵秀花一家认为，勤俭节约不仅是为了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更是对建设资源节约型
社会的一份贡献和担当。

“秀花一家人口多，事儿也比一般小家庭
多，但她们一大家子感情好着呢！家和万事
兴，以后她们家一定会越过越好的。”这就是
邻居对赵秀花家庭的评价。家庭和睦了，万
事都会兴！正是赵秀花家庭这一股正能量和
宽阔的心胸，让所有家人成为受别人尊敬的
人。

（记者 宁亚琴）


